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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 里 有 疫 情 ，哪 里 就 有 疾 控 人 的 身

影。武汉疫情向全国蔓延后，出于职业敏

感，市疾控中心党委迅速反应，启动紧急

响应，取消职工休假，进入全面抗击疫情

作战状态。

市疾控中心第三党支部现有 19 名党

员，下辖 7 个科室。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

是责任。19 名党员被火速分配到疫情分

析研判组、流行病调查组、新华区流调队、

县区防控技术组、生物安全组……大家与

时间赛跑，以无畏的精神、过硬的技术让

病毒无处遁形，守护着千万家庭的健康。

舍小家顾大家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大军中，市疾

控中心疫情分析研判组是这次战役的尖

刀班，担负着全市疾控系统防控技术方案

及工作流程的制定、专业技术人员的培

训、应急处置的技术指导、流行病学调查

报告的审核分析、疫情监测研判、向上级

卫生行政机构提供防控建议等工作。

张俊杰作为一名经历过非典、手足口

病、禽流感、甲流、登革热疫情的老“疾控

人”，这次担任疫情分析研判组组长，大家

都笑称他是“定海神针”。疫情发生后，他

就开启了半个月回家一次的工作模式，一

直战斗在防控最前沿。同事们担心他累

坏身子，可张俊杰说：“我是疫情防控主力

成员，更是一名老党员，这个时候就应该

带好头、冲在前，为队员们作表率。”

同科室的李艳艳、刘娜在他的带领下

做起了“失职妈妈”，坚守在防控一线。在

这特殊时期，对于家庭她们是不称职的，

但是她们对得起职业，对得起国家，对得

起鹰城的父老乡亲。

勇做“逆行者”

1 月 24 日，鲁山县报告首例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疫情分析研判结果显示，有发

生聚集性病例的趋势。崔喜民从事疾病

预防控制 35 年，有 20 年党龄，经历过 2003

年非典防控工作的考验，这次他临危受

命，再披战袍，作为技术指导队队长被派

往鲁山，协助防控疫情。

他凭借丰富的经验和学识，怀着对群

众健康负责的坚定信念，毫不犹豫地接受

了这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他和鲁山县

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一起，从武汉返平来平

人员入手摸排，以首发病例为线索，以防

止二代病例产生为目标，抽丝剥茧，严密

排查，精准分析，经过十几个昼夜的奋战，

最终，鲁山的疫情得到了控制。

做好防疫“哨兵”

1 月 20 日起，党员发展对象王娜娜就

和同事们 24 小时坚守工作岗位。作为传

染病疫情监测人员，他们是疫情防线的前

哨，负责每个个案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

和一致性，要及时发现异常信息和聚集性

病例。对新录入的新冠肺炎病例，要做到

两小时内完成县、市、省三级审核，预警发

出后两小时内进行初步核实判定、现场调

查表填写，24小时内上传个案调查报告。

面对如此大的工作量，王娜娜夜以继

日地监测疫情，没有固定的吃饭和休息时

间，但她毫无怨言，不停地梳理已报告个

案信息，寻找个案之间的关联，及时判定

是否属于聚集性病例，为早发现、早报告、

早 隔 离 、早 诊 断 、早 治 疗 提 供 了 有 力 保

障。2月 13日，她再次提交了入党申请书。

主动请缨无怨无悔

郑艳丽是艾滋病确证实验室的一名

老党员。当看到新冠肺炎检测工作人员

不足时，1 月 31 日，她主动请缨，加入新冠

肺炎核酸检测队伍。

新冠肺炎核酸检测是一个伴有感染

风险的工作。由于检测方法的局限性，病

毒 量 太 少 的 样 本 检 查 结 果 会 显 示 假 阴

性。出现这种情况，首先就需要反复检

查，不仅增加了工作量，也加大了感染风

险。核酸检测操作步骤烦琐，全程需要注

意力高度集中，检测人员还穿着密不透风

的防护服，在实验室里一待就是四五个小

时。他们每天接样数十次，全部完成检测

经常得到凌晨 5 点钟。郑艳丽说，为了更

多人的健康，她无怨无悔。

（本报记者 牛瑛瑛 通讯员 李河新）

鹰城“疾控人”：行走在抗疫一线

3月 15日，新华区焦店镇卫生院转运

队再次接到任务后准备出发，转运境外

返平人员到隔离点进行隔离观察。

2 辆救护车、1 辆商务车、1 辆微医体

检车，4 名驾驶员、34 名医护人员 24 小时

待命，疫情期间，新华区焦店镇卫生院主

动承担辖区转运确诊、疑似病例、密切接

触者和境外返平来平人员的工作。

王俊杰 摄

战“疫”中的转运队

从 2 月 19 日奔赴武汉至今，平煤神马

医疗集团总医院妇二科护士蒋娜已在抗疫

一线奋战了一个月。经历伴着成长，如今，

这个 1992 年出生的白衣天使在疫情面前

不再紧张，勇敢逆行向前。

3 月 17 日晚 8 点，蒋娜装备齐全后，深

吸一口气，推开隔离病房的大门，开始了夜

班工作。直到第二天凌晨 1 点左右，她才

走出隔离病区，放肆地大口大口呼吸。

蒋娜驰援的是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

区，这里距离华南海鲜市场不到两公里，是

最早接触新冠肺炎病例的医院之一。蒋娜

所在的医疗队负责后湖院区 13 楼发热 12

病区，那里收治的大多是高龄重症患者，大

家每天都承担着高强度的护理工作。

病 区 有 一 位 80 多 岁 的 老 奶 奶 ，因 长

期卧床导致全身多处压疮。担心老人无

意间弄掉吸氧管或坠床摔伤导致病情恶

化，蒋娜便长时间守护在老人床旁，帮护

理人员给老人喂饭、喂药、喂水、翻身、更

换尿不湿及护理垫。有时老人不配合，蒋

娜就想方设法哄老人：“奶奶，您要好好治

疗 ，尽 早 治 愈 出 院 ，我 们 一 直 都 陪 着 您

呢。”

作为护士，蒋娜明白自己肩上的神圣

使命和责任。

记得初到病区时，由于从头到脚都包

裹得很严实，蒋娜行动不如以前利索。在

一次给病人采集血标本、鼻咽拭子及血气

标本时，她有些恐惧，担心自己穿成这样会

出现操作失误被感染。但很快，身为医护

人员的责任感让她大胆面对。她义无反顾

地走进病房，与病人聊天，让对方放松心

情，最终采集成功，用行动战胜了恐惧。

“在病区，没有家人的陪伴与鼓励，病

人就像个孩子，心里不免有恐惧与无助。”

蒋娜说，厚重的防护服、模糊的护目镜挡不

住她救治病人的决心。许多病人对医护人

员从起初的抗拒到现在的接受，甚至变得

越来越依赖。这是人与人之间真心付出的

结果。每次听到病人的感谢，她就觉得一

切都值了。

“不计报酬，无论生死！面对疫情，不

再紧张、不再害怕，逆行成长。”这是蒋娜接

到援助武汉任务时为自己加油打气的话。

选 择 护 士 这 个 职 业 ，注 定 会 看 到 病

痛。但在武汉，蒋娜见证更多的是战胜疾

病的勇气和坚强。“我会勇往直前，执行好

这次光荣的任务。”蒋娜简短的话语，道出

了她对未来的从容。

（本报记者 牛瑛瑛）

90后护士蒋娜：无论生死 逆行成长

◀蒋娜在喂病人吃饭。

我市援助湖北医疗队提供

本报讯 （记者牛瑛瑛）疫情发生以来，

作为我市唯一三级妇幼保健院和市急危重

症孕产妇救治中心，市妇幼保健院在严密

防控疫情的同时，竭尽所能为孕产妇保驾

护航，自 1 月 25 日到 3 月 16 日上午，该院共

抢 救 急 危 重 症 孕 产 妇 50 余 人 ，成 功 率

100%。

2 月 20 日，怀孕 30 周零 4 天的张女士

突然阴道出 血 ，急 忙 赶 到 该 院 产 科 五 病

区，值班医生得知她是 40 岁的二胎高龄

孕妇后，迅速安排常规产前检查和床边彩

超。彩超结果显示，胎盘位置正常，宫腔

见有混合回声，科室主任杜幸琴判断宫腔

积血、胎盘早剥等可能性大，当机立断着

手准备手术。其间，张女士阴道出血量增

多，杜幸琴急诊为其实施剖宫产手术。术

中，切开子宫，娩出胎儿，宫腔见大量积血

及积血块，约 500 毫升，子宫呈暗红色卒中

状态，胎盘剥离面已发展到三分之一，印证

了之前的判断。由于抢救及时得力，母子

平安。

“疫情期间，急危重症孕产妇比较多，

截至目前在我们医院收治的孕产妇中，完

全性胎盘早剥的有 2 个，重度子痫前期孕

妇有 4 个，双胎孕妇有 5 个，还有患脑瘫后

遗症、脊椎裂，需搀扶才能行走的孕妇，以

及先天性阴道直肠瘘、胎膜早破、孕 36 周

卵巢囊肿蒂扭转等孕妇，经及时救治，均母

子平安。”杜幸琴说。

2 月 13 日，产科二病区接诊了一名怀

孕 37 周阴道出血、凶险性前置胎盘的产

妇。鉴于凶险性前置胎盘极易导致产后大

出血、子宫切除、多脏器功能衰竭等，科室

主任李歌妹、副主任杨红亚等人急诊为产

妇 实 施 剖 宫 产 手 术 ，顺 利 娩 出 一 健 康 男

婴。术中，见产妇胎盘粘连、植入，易导致

产后大量出血，早有准备的杨红亚迅速实

施止血措施：胎儿娩出后立即用止血带捆

绑子宫血管后剥离胎盘，采取提拉式、背带

式、方块式等多种方法对子宫、宫颈等进行

缝合。因产妇出血多，她们立即启动抢救

预案，一个半小时后，产妇转危为安，并保

住了子宫。

据介绍，为确保孕产妇平安，该院产科

6 个病区加班加点工作。自 1 月 25 日至 3

月 16 日，该院共抢救胎盘早剥、重度子痫

前期、产后大出血、HELLP 综合征、凶险性

前置胎盘等急危重症孕产妇 50 余人，均母

子 平 安 ，新 生 儿 出 生 率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24%。

疫情期间不放松

市妇幼保健院成功抢救
急危重症孕产妇 50余人

“作为一名医护人员，救死扶

伤是我的职责所在；作为一名共产

党员，我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疫

情发生以来，新华区人民医院副院

长张子甲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

的初心和使命。

张子甲今年 36 岁，是新华区人

民 医 院 副 院 长 兼 疼 痛 一 科 主 任 。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初期，该院筹备

发热门诊。除去科室被隔离在家

和外出进修学习的医生，他带着仅

剩的一位临床医生，在发热门诊 24

小时倒班。由于张子甲兼任该院

新冠疫情防控专家救治小组成员，

于是连轴转成了他的工作常态。

2 月 11 日，接新华区疫情防控

指挥部通知，由张子甲负责筹建集

中隔离医学观察点全面工作。初

接任务，张子甲心急如焚，因为筹

建地点还没确定。疫情不等人，从

筹划到实施，从选址到入驻，张子

甲仅用半天时间就建立了可容纳

70 余人的新华区健康管理中心凌

云路集中隔离观察点，并立即投入

使用，当天晚上就接收了 1 名隔离

观察人员。此后，张子甲和赶来增

援的副院长沈艳杰一起，带领医护

人员义无反顾地全身心防控疫情。

张子甲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

员。随着隔离观察人员的逐步增

多，工作变得烦琐而紧张。为完善

接收流程，找出不足与隐患，张子

甲上阵，彻底规范完善接收流程，

保证了医护人员的安全，并消除了

大家的恐惧心理。

“因为大家 24 小时在岗，所以

都很想家。”张子甲说，为让大家安

心工作，他时不时地与人谈心，力

所能及地帮助解决难题。

为合理安排隔离观察人员的

日常饮食及健康监测，他重点标记

糖尿病患者、不吃辣、不吃米饭、饭

量加大等特殊人员的饮食要求，密

切关注医疗垃圾处置、化粪池污水

处理及检测。隔离观察人员身体

稍有不适，他就立即前去问诊，并

给出处置意见。

有两次，隔离观察人员夜间出

现紧急情况，急需送医就诊。张子

甲责无旁贷地穿上隔离服，并紧急

调 来 救 护 车 将 人 送 到 医 院 ，第 一

时间确保了隔离观察人员的医疗

安全。

“当他们解除隔离回家时，特

别是有隔离观察人员留下了感谢

信时，我感到万分欣慰，心里满满

的成就感。”张子甲回忆道。

风雨同心，共度时艰。张子甲

以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

的强烈使命感，竭尽全力地为群众

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本报记者 牛瑛瑛）

——新华区人民医院副院长张子甲的战“疫”故事

风雨同心 共度时艰

截至 3 月 18 日，市第二人民医

院呼吸内科医生张亚平已在华中

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中法新城

院区奋战了 37 天。工作之余，她最

想念的就是家中的两个孩子，大儿

子 4岁，小儿子还不到 1岁。

张亚平今年 35 岁，是 2 月 11 日

我市紧急补充到武汉抗疫一线的

医生之一。在她的心中，武汉一直

是个充满活力与潜力的城市，但初

到武汉，她看到的不是车水马龙的

热闹景象，而是医护人员从死神手

中抢人的画面。而今，在医护人员

的共同努力和坚守下，她所在的病

区已连续出院 10多人。

张亚平拥有 7 年呼吸专科临床

经验，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两个

孩子的妈妈。面对新冠肺炎这场

突如其来的灾难，她挺身而出，主

动 申 请 支 援 武 汉 ，并 递 交 了 请 战

书：“我申请到武汉一线去……不

计报酬，无论生死。”

领导考虑到她的小儿子不满 1

岁，尚在哺乳期，并没有把她的名

字编册在内。了解到领导的顾虑

后，张亚平立即表明自己作为一名

共 产 党 员 愿 意 支 援 武 汉 的 决 心 。

领导听了之后，第一句话就是：“你

孩子不是还没断奶吗？别去了，在

家照顾孩子吧。”“孩子可以断奶，随

时都可以。”张亚平坚定地回答道。

2 月 10 日晚，张亚平剪掉了心

爱的长发。为了不让父母担心，她

专门给体弱多病的妈妈打电话，称

自己因工作安排要到外地进修一

段时间。

2 月 11 日，张亚平踏上了驰援

武汉的征程。后来，通过新闻报道

得知女儿去了武汉，张亚平的母亲

哭了好久，为女儿的健康担忧，也

担心两个年幼的外孙。张亚平的

父亲则给女儿送去了安慰：“亚平，

你在武汉一线，望多作贡献，病人

的平安就是祖国的平安。切记，不

图名和利，只愿平安回，老爸。”张

亚平从不把自己面临的危险告诉

家人，每次和家人通话，她总说自

己吃得好住得好，她知道，只有这

样说才能让家人安心。

一天，在病区连续工作近 10 个

小时后，张亚平的身体几乎虚脱，

在脱防护服时不小心让护目镜触

碰到了眼睛。同事着急地催促她

采取措施，她心里第一时间想的却

是万一被感染，会不会耽误接下来

的工作。

进入重症监护室的第二天，张

亚平穿着厚厚的防护服连续工作

了 8 个小时，准备下班时，她负责的

一名病人做的检查还要 20 分钟才

能出结果，同事劝她换班休息，检

查结果交给下一班的人，张亚平却

说，她最了解病人的情况，别人接

手不利于病人病情恢复，所以她得

等着。半个多小时后，病人所有检

查的结果都出来了，确认没有问题

后，张亚平才做了交接。回到宿舍

她才发现，脚已经肿得连鞋子都脱

不下来了。

张亚平所在的病区共有重症

病人 50 多名，她和同事们每天都踩

在“生死线”上用心救治病人。她

永远不会忘记病区第一个病人治

愈出院的那一刻，当时，她用颤抖

的手写下了病人的名字，觉得自己

的辛苦没有白费。

“我会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到最

后，疫情不退，我不走！”这是张亚

平日记中出现的最多的一句话。

（本报记者 牛瑛瑛）

——记市第二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医生张亚平

“疫情不退，我不走”

本报讯 （记者牛瑛瑛）“糖尿

病还能引起不育症？”近日，来自鲁

山的张先生因多年不育到市计生

科研所不孕不育诊治中心问诊，当

被告知多年的不育可能与患糖尿

病有关时，他很惊讶。

据该中心医生段国铭介绍，糖

尿病发病人群日趋年轻化。“正是

年轻化的糖尿病阻碍了一部分男

性为人父的愿望。有调查发现，40

岁 以 下 男 性 糖 尿 病 患 者 中 ，有

25%-30%的人会不育”。

糖尿病是如何损害男性的生

育能力？患有糖尿病的男性该怎

么面对生育问题呢？

段国铭说，一提起糖尿病，人

们马上会想到是体内的胰岛细胞

出了问题。糖尿病导致男性不育

的途径和机制也大都与此相关，在

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胰岛素分泌缺

陷是导致男性糖尿病患者不育的

罪魁祸首。糖尿病的糖代谢紊乱

使男性睾丸内的间质细胞（分泌雄

性激素）和垂体前叶细胞（分泌促

性腺激素）及其他激素的分泌细胞

对糖的利用过程发生障碍，以致合

成性腺激素和促性腺激素的功能

受损。血中相应的激素水平降低，

造成生殖内分泌激素分泌功能障

碍，还可能致使精子活动需要的能

量 来 源 不 足 ，严 重 影 响 精 子 活 动

度。具有良好活动能力的精子才具

有受孕能力，而精子的活动能力来

源于精子细胞内以糖代谢为主的一

系列复杂生化事件的有序进行。

“如果包括阴茎在内与性活动

完成相关的动脉、静脉血管和神经

已被糖尿病侵蚀，就会出现糖尿病

性 勃 起 功 能 障 碍 或 是 射 精 障 碍 。

当盆腔交感神经系统被损害，则会

发生逆行射精，不利于精卵结合，

因此造成不育。”段国铭解释道。

市计生科研所不孕不育诊治中心医生提醒：

糖尿病或致男性不育

本报讯 （记者牛瑛瑛 通讯员路易

峰）为进一步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防

止医院交叉感染和聚集性感染暴发，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

按照市卫健委部署，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及时调整督导策略，建立分包督导责任

机制，抽调 9 名业务骨干，与市卫健委 9

名相关负责人组成督导组，进驻市直 9 家

重点医疗机构定点督导，并成立县（市、

区）督导组专题负责新冠肺炎防控督导

工作。

此次重点督查发热门诊登记，其他

门诊急诊，预检分诊，疫情报告，消毒隔

离，医疗废弃物处置，医护人员

自身防护和培训，医疗器械、污

染物品、物体表面、地面及空气

消毒情况。截至 3 月 13 日，共

建立督导台账 329 个，累计交办问题 716

个，698 个问题得到整改。下一步，该局

将持续对医疗机构跟进督导，保证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落实到位，确保群众身体

健康和生命安全。

强化责任意识 降低传播风险

市卫生计生监督局定点督导重点医疗机构

平顶山市计划生育科研所平顶山市计划生育科研所

不孕不育健康大讲堂


